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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公司向以服務新竹縣的全體市民，提供優質視聽節目之全方位自製頻道自許，

致力製作優質的新聞及節目內容服務新竹市民，以在地的觀點出發，深入社區關

心民眾，開拓觀眾視野為目標。 

 

為提升本公司在新聞、節目及廣告等之製播水準及品質，製訂統一之專業倫理規

範，作為製播新聞、節目及廣告等相關內容之執行準則，發揮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應有之遵法原則及社會服務功能。 

 

貳、基本倫理價值 

製播新聞、節目或廣告時，應貫徹遵守「媒體專業暨公正客觀」、「尊重基本人

權暨多元文化」、「追求公益暨服務社會」、「專業操守暨利益迴避」等四大基

本倫理價值： 

 

一、媒體專業及公正客觀： 

 

1、所有新聞與節目之製播，應以忠於事件真實性為原則。 

2、應公平報導社會各種意見，不可預設立場，亦不得強化黨派、省 籍、統獨、

族群、性別之對立。  

3、選舉新聞及相關節目，對各政黨與各候選人，應公平對待。 

4、網路訊息、商情訊息的新聞及相關節目之製播，應深入查證訊息 之真實性，

力求客觀、中立、平衡、真實，若有錯誤立即更正。  

5、各級民意代表之發言質詢，或個人記者會，資訊多涉及政治敏感話題或者人

民陳情案件，應審慎查證，避免遭不當誤導。 

6、各類民調的發布、引用及評論等，報導其內容及程序應符合相關 法令之規定，

載明負責調查單位或主持人、抽樣方式、母體及樣 本數、經費來源及誤差值。

  

7、謹守新聞報導之公正客觀分際，新聞與評論須清楚分隔，獨立之 報導、評論，

不受任何勢力左右。  

8、避免涉入任何黨派活動，如聯署、抗議行動、示威遊行。 

9、關於消費、買賣、醫療、爭訟等糾紛，應給予雙方公平陳述。 

10、高度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或者政策論辯，應力求角度多元與完整性。 

11、報導中應明確交代消息來源。若因故須答應隱匿消息來源，須先查證其透

露消息之動機正當性，兼顧新聞真實與保密原則。 

 

二、尊重基本人權暨多元文化： 



 

1、應尊重所有採訪對象的基本人權，包括隱私、肖像及受訪意願。 

2、兒少、性侵害、家暴案件，不得洩露其身分資訊。 

3、男女性別平權，新聞或節目均不得將女性物化、貶抑或情色化。 

4、積極維護各弱勢人權，協助導正歧視形象。 

5、採訪方式應符合新聞倫理，尊重受訪者應有之權益，若非基於公共利益考量，

不得進行祕密錄影錄音採訪。 

6、基於同理心，不可過度侵擾悲劇或災難受害者及其家屬。 

7、對於意外或災難罹難者之屍體與其個人尊嚴，應予尊重。 

8、慎用悲劇事件的資料畫面，避免當事人或家屬二度傷害。 

9、公共場合取景應避免以鏡頭特寫個人，以免侵害隱私。 

10、跨性別、次文化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家庭、不同種族、國籍、膚色、

族裔身分、身心障礙者等，尊重並發掘多元文化的優點與特質。 

 

三、追求公益暨服務社會： 

 

1、新聞或節目之製播，以公共利益為優先考量，不為私利，無偏袒。 

2、基於媒體的社會責任，為弱勢者發聲，勇於監督權勢者。 

3、從消費者角度，嚴格把關各類民生消費新聞與節目。 

4、避免渲染暴力、血腥、犯罪、性、神怪、恐怖之新聞與節目。 

5、扮演第四權角色，監督政府的政策與施政。 

 

四、專業操守暨利益迴避： 

 

1、不得接受一般商業友好範圍之外的好處，並禁止與特定廠商、政黨或人士進

行利益交換之行為。  

2、新聞工作者若參與公共事務，有利益衝突時，應主動迴避。 

3、主播不得擔任商業活動代言。 

4、 基於公益原則，在法律許可下，適當揭露政府置入的廣告利益，但兒童節目

時段禁止任何置入行銷。 

 

 

 

參、一般製播原則： 



第一章 兒少新聞與節目製播原則： 

 

一、須遵守的相關法令規範： 

 

1、廣播電視法。 

2、衛星廣播電視法。 

3、有線廣播電視法。 

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5、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6、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 

 

二、兒少新聞與節目製播原則： 

 

1、降低傷害原則，避免對其採訪或拍攝，以降低對其身心之傷害。  

2、保護兒少隱私，應避免露出得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3、不播出性行為、全裸、生殖器或體毛、撫摸猥褻之畫面。 

4、文字、聲音、及動畫表現，避免官能刺激及猥褻。 

5、不播出殺人、暴力、血腥、霸凌、犯罪手法。 

6、不鼓勵犯罪，避免將非法行為英雄化。 

7、不教導犯罪，對青少年的犯罪過程不做模擬。 

8、因報導必要時，得保留下列不涉及猥褻或性行為之鏡頭： 

(1)六歲以下兒童全裸。 

(2)以裸露上半身為常習者。 

(3)背面上半身裸露鏡頭。 

9、報導正面題材並提供建設性的專業建議。 

10、在同意受訪下，適時訪問兒少本身，呈現兒少觀點。 

11、兒少節目的主持人，不可在其主持的節目前後時段做廣告，或擔任廣告產

品的代言人。 

12、兒童節目時段之廣告排播，應符合電視分級制度的規範。 

 

 

第二章 性別、族群、宗教信仰及多元文化等事件製播原則： 

 

一、性別、族群、宗教信仰及多元文化應遵守之法令規範： 

 



1、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 

2、性別工作平等法。 

3、性騷擾防治法。 

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5、家暴防治法。 

 

二、性別、族群、宗教信仰及多元文化等製播原則： 

 

1、文字與影像畫面的呈現，不要造成對觀眾有挑逗或性騷擾。 

2、應以客觀、非歧視字眼報導呈現不同族群之多元化文化內容。 

3、對同性戀、跨性別等性少數，避免污名烙印其犯罪化、病態化。 

4、避免散播或強化性別上的不平等、偏見、歧視和刻板印象。 

5、避免物化女性（男性亦同），不刻意拍攝性特徵。 

6、應避免歧視資源弱勢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原住民等族群。 

7、避免污名化同居、離婚、單親、隔代教養、同志等各類家庭模式。 

8、未經同意，不得對精神病人及其他身心障礙者進行錄音、錄影。 

9、對於行為異常者，不得妄加揣測其為身心障礙者。 

10、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例如瘋子來描述病人。 

11、避免使用歧視性文字或身體及心理特徵以標籤化身心障礙者。 

12、應避免將身心障礙者的犯罪，製播影射成危險性的族群。 

13、避免製播會歧視、嘲笑、侮辱、仇恨、中傷身心障礙者的素材。 

14、不製播靈異、通靈、觀落陰、或情節讓人驚恐的超自然素材。 

15、不製播易致觀眾迷信的算命、風水、解運、或其他超自然事物。 

16、不製播導致兒童驚慌、焦慮的宗教或靈異等超自然現象或事物。 

 

第三章 災難緊急事件製播原則： 

 

一、應遵守的相關法令規範 

 

1、消防法。 

2、緊急醫療救護法。 

3、災害防救法。 

 

二、災難緊急事件製播原則： 



 

1、應在封鎖警戒線外採訪、製播，避免妨害救難（援）工作之進行。 

2、未取得當事者或醫院同意前，不得進入急診室拍攝採訪。 

3、在靈堂、救災指揮中心等地，均應避免「侵入式」採訪、拍攝。 

4、以同理心採訪罹難者家屬或傷者，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5、意外災難現場所拍攝到令人驚懼的影像，嚴格審慎篩選播出。 

6、勿過度使用悲傷者痛苦、哀嚎的影像，非必要不過度重覆播放。 

7、悲劇或災難發生後，考量災民心理傷害，適度縮減報導篇幅。 

8、使用重大災難影片畫面，加註時間說明，以免引起誤解或驚恐。 

9、重大災害傷亡名單與人數，應以事故權責主管單位的說明為依據。 

10、避免受害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 Stress Disorder）」。 

11、關心災區採訪記者或現場製播人員的心理創傷，必要時協助諮詢。 

12、製播災情 call-in 節目，依據 NCC 公布之「災難新聞報導處理原則」。 

13、不播送未經確認的重大災情，發現錯誤立即更正。 

 

第四章 社會事件製播原則： 

 

一、須遵守之相關法令規範： 

 

1、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45 條。 

2、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3、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4、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二、社會事件製播原則： 

 

(一)、犯罪事件處理： 

 

1、無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未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保護其人權。 

2、尊重司法偵查，非必要不製播不得公開之犯罪偵查進度與細節。 

3、避免以誇張、煽情、或刺激方式報導及製播與殺人與暴力事件。 

4、避免詳細報導及製播具體描述犯罪手法之節目內容。 

5、避免報導及製播將犯罪者「英雄化」之節目內容。 

 

(二)、自殺事件處理： 



 

1、自殺事件屬個人行為，未涉及公共利益者，不予報導。 

2、政治人物或具公眾形象之知名人士自殺，謹慎報導。 

3、大庭廣眾下的自殺，應避免現場立即轉播。 

4、醫院、住家、校園等場所，非經當事人或家屬同意，不得採訪。 

5、防模仿效應，避免出現燒炭上吊割腕跳樓等刺激性字眼與畫面。 

6、報導或製播與自殺事件應遵守「世界衛生組織」所訂定之規範： 

(1)統計資料應謹慎及正確解讀。 

(2)採真實與正確的資訊來源。 

(3)即時評論應小心處理。 

(4)避免「自殺潮」或「世界上最高自殺率地區」等字眼之推論。 

(5)拒絕將自殺行為描寫成對社會文化之改變或墮落剝削之必然反應。 

(6)避免聳動或誇大的報導方式。 

(7)避免詳述自殺方法、過程及如何取得自殺物品工具之方法。 

(8)不可將自殺動機說成「無法解釋」或簡化為單一原因。 

(9)不應將自殺寫成是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 

(10)報導應考慮會不會對家人和倖存者造成傷害。 

(11)不可對自殺行為與自殺者予以同情、肯定與頌揚。 

 

(三)、綁架事件處理： 

 

1、人質尚未安全脫離綁匪控制前，不得採訪、報導或製播相關節目。 

2、人質安全脫離後之採訪、報導，避免侵害其隱私及二次傷害。 

3、綁架案件，不可洩露其任何可資辨識的身分資訊。 

4、不得擅自指稱被綁架當事人有「斯德哥爾摩症」。 

5、對於綁架嫌犯的犯罪手法與過程，不可具體描述。 

 

(四)、性侵害與裸露事件處理： 

 

1、對被性侵害的當事人，應保護其身分資訊。 

2、涉及性行為、色欲或性意涵等內容，以不影響兒少身心為前提。 

3、文字、畫面、聲音、動畫，避免官能刺激，符合電視普級規定。 

4、在各類裸露的畫面上，須注意色情與藝術的分野。 

5、不侵略式拍攝性象徵，利用替代用品拍攝時，不採動態動作。 

6、所有有關性行為的畫面，都不採取模擬拍攝。 

7、避免使用為增加娛樂效果或戲謔呈現的性話題與畫面。 



 

第五章 政治事件製播原則： 

 

一、相關法令規範： 

 

1、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附件十四）。 

2、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附件十五）。 

 

二、政治事件製播原則： 

 

1、謹守中立、平衡、客觀、公正的報導及製播立場。 

2、對各政黨、各候選人、不同政治立場人士，公平對待。 

3、遵守相關選舉法令之規定，以免不慎違法遭罰。 

4、製播關於檢舉、揭發或公開譴責之新聞，應與公共利益有關。 

5、應審慎處理各類民調事宜，謹守媒體本身之公正客觀立場。 

6、競選期間對同一公職候選人，應平衡報導，不宜同時找同一政黨候選人或單

一候選人上節目，並禁止由候選人擔任節目主持人。 

 

第六章 外部訊息來源之製播原則： 

 

一、一般民眾之爆料與其他資訊 

 

1、保護消息來源，以免造成消息提供者之人身安全受到影響。 

2、審慎查證消息之內容，應確認是否符合有製播新聞之公共利益性。 

3、涉及刑事犯罪時，適時通報相關檢警，防範犯罪及維護公眾利益。 

4、確認引用之正當權利，取得適當之授權，符合著作權法規 。 

 

二、官方或民代提供之來源類型 

 

1、對政府單位、政黨、、民代所提供之影片，宜嚴審再製播。 

2、警方之蒐證影帶、監視器錄影，注意公正性及避免妨害偵查。 

 

三、網路影片： 



 

1、引用網路資訊時，宜強化查證程序，善盡查證責任。 

2、製播網路來源新聞時，避免不當侵犯當事人隱私與名譽。 

3、製播網路來源訊息宜註明出處，尊重原創作者之著作權。 

 

四、民間企業或廠商所提供之影片： 

 

1、業者提供之影片、電影預告、音樂 MV 等，避免廣告化。 

2、影片及涉及音樂或錄音著作，應確認是否取得授權。 

3、演藝或運動明星提供影片，應取得原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 

 

第七章 各類型節目之製播原則： 

 

一、須遵守的法令規範 

 

1、衛星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電視節目分級辦法。 

2、節目廣告化認定標準辦法。 

 

二、節目製播原則 

 

1、不論任何型態節目，尊重並發掘多元文化的優點與特質，對跨性別、次文化

族群、不同宗教信仰、多元家庭、不同種族、國籍、膚色、族裔身分、身心

障礙者，一律平等對待。 

2、不論任何型態節目，嚴守節目與廣告分隔，不得節目廣告化。 

3、各種類型的節目嚴守電視分級規定，不得逾越法規，不得有暴力、血腥、情

色畫面。 

4、節目內容製播，包括討論議題、來賓對象、觀點意見，應多元化。 

5、來賓敲定後，須與來賓進行錄影內容溝通，確認來賓符合討論主題，並確認

其所要講述或演出之內容均無不妥之處。 

6、錄影時，主持人或是來賓的言論有不妥之處，監製人員應即刻告知場內錄影

之主持人及參與來賓。若來賓講述內容過於誇張不實或是在節目中的行為表

現失控，監製或製作單位應立刻中止錄影，再次與主持人與來賓進行溝通。 

7、節目主持人應善盡守門人職責，來賓有不當言論，應立即制止。 



8、節目播出前，須由節目審核小組負責審帶，確認內容符合法規，並且不會造

成社會負面觀感，若查覺不妥，立即修帶。 

 

第八章 廣告業務之製播原則： 

 

一、須遵守的法令規範 

 

1、食品衛生管理法。 

2、健康食品管法 

3、藥事法、藥物樣品贈送管理辦法 

4、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5、菸酒管理法、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酒類標示管理辦法 

6、醫療法 

7、公平交易法 

8、菸害防治法 

 

二、廣告業務製播規範 

 

1、廣告排播時間依規定，不可超秒。 

2、化粧品、健康食品未經許可、沒有核准文號的廣告，不得排播。 

3、一般食品若有宣稱療效，明顯違法，不得排播。 

4、妨害善良風俗的廣告不得排播，廣告的排播應符合電視分級規定。 

5、廣告影帶須經由廣告託播審核小組審帶，，確認內容符合法規始可播出。 

 

 

 



肆、申訴機制： 

北視有線電視觀眾申訴案件處理流程

 

否 

是 

是 

轉發 

電話 

投訴 

電郵 

投訴 

信件 

投訴 

當面 

投訴 

其它 

投訴 

客服中心 新聞中心 

1 天回覆 

說明案情 

3 天回覆 

(補強疏漏) 

5 天更正 

(查證錯誤) 

10 日協商 

(嚴重錯誤) 

投訴人對答覆是否滿意？ 

1. 啟動二次協商機制 

2. 提高參與協商層級 

3. 若涉與訟法務處理 

結案 

 

存參 

 

客服 

 

紀錄 
回覆投訴人 

投訴人對答覆是否滿意？ 

否 

提報北視有線電視倫理委員會 



 

一、申訴機制作業流程，如上表。 

 

二、申訴機制作業規範: 

 

1、所有觀眾的各類投訴，不論信函及 E-mail 均須按類登錄。 

2、客服中心定期彙整統計，呈送主管、各部門、倫理委員會。 

3、一般投訴案件，可立即回覆的，由客服中心或各部門一天內回覆。 

4、須修正內容、補強新聞查證不足或漏失之虞者，三天內回覆。 

5、內容錯誤確有損及當事人權益，五日內答覆並且更正或道歉。 

6、更正機制，分採主播乾稿、跑馬澄清、官網更正、鏡面更正。 

7、嚴重損害申訴人名譽或商譽者，十日完成協商答覆並且更正。 

8、若涉及法律興訟問題，由法務協助協商。 

9、若新聞是以揭發犯罪不法為內容，不協商，必要時報警處理。 

10、申訴人對二次協商仍不滿意者，提報北視有線電視倫理委員會。 

 

 


